




局长 林孝鹤

【简历] 林孝鹤同志祖籍河南省睢县曾吉屯。他出生於1940年9月4日。

1965年8』】J人学毕业。1 980q：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时代曾任共青团

支部组织委^I、支部书记。参加工n后，历任郑州市计划委^j会物资科科

员、剐科长．郑州市金属杉料公司经理，肆"市物资局副局长。1983年10

月任郑州市物资腑局长。



86年上，#年全国钢材订货仑，从85年11月20日开始，经过10天的紧张工作，於

1月30口圆满地完成了既定任务。大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二七名城，黄河之滨留下

r这一珍贵的镜头。

左起2．郑卅I市物资局局长林孝鹤。

4．市政府副秘书长李风祥。

6．国家物资总局副局长马毅民。

7．国家物资总局金属局局长朱德生·

8．河南省物资局副局长宋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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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机关科级以上同志留影

前排左起

岳排左起

业务科副科长马德彪、协理员于善岭、调研员赵子渊、副书记管裕善、局长

林孝鹤、副局长李建寅，纪检委书记李伟民、副局长张美勤、组宣科科长丁文兰

人劳科副科长郝积善、业务科科长陈明杰、秘书徐振文、办公室主任王贵生，

秘书姚景川、团委书记刘世忠、工委主任李景传、服务公司经理张志诚

郑州市六县八区物资局领导和局领号合影
1986年5月

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

新郑县高俊义、r}|牟县王淑芝、局领导赵子渊、管裕善、林孝鹤，

李建寅、张美勤、郊区张双妮

巩县王根宪、新密区马长臣、密县王发祥、荥阳县马文做、上街区

丁发来、新郑县李西庆、登封县李长发、金海区李建功、管城区李

水亭、上街区吴文兴、密县张福全、巩县贾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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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物资志》总编室同志留影

1986年5月

左起：张振海于善岭王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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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建国以来，随着郑州市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生产资料的需

求量逐年增加。物资流通工作逐渐显示了它的重要性．三十多年来，

我市物资部门为搞好物资供应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工农业生产，基本

建设的_后勤部一，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出了

较大的贡献。

《郑州市物资志》的编纂，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

的_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的思想路线，对实

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地分析现

实情况，弄清我市物资流通发展的过去和现状，以便在四化建设中适应

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联系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回顾郑州市

物资局系统六。年以来的发展过程，所经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既有

成功的经验，+也有遭受挫折的教训。这些历史经验教训，需记载下

来，供今后从事物资工作者加以汲取，使我们的工作不走或少走弯

路，把两个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向前进，是大有裨益的．

《郑州市物资志》是我市物资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比较全面，系

统的介绍郑州市物资流通基本情况的一部较为详实的志书．对于了解

郑州市物资系统的状况，以至研究它的发展趋势，制定中、长期物资

流通发展规划，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地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结合实际，发挥优势，更好

地搞活流通，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把党的十二大提出的



奋斗目标落到实处。

《郑州市物资志》能在较短时间内完稿，是同省、市领导的重视

和关怀，本系统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提供大量资料素

材，编辑室的同志辛勤劳动分不开的。由于时间紧促，这部史志会存

在有不完善之处．，甚至有不少缺点，错误和遗漏：但它仍是一部郑州市

物资行业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性书籍。．我作为一名物资行业的普通工

作者．，为此而感到十分高兴!一并表示祝贺!现将这部志‘书推荐给大

家∥请各位领导、专家、物资工作者，修改斧正．

林孝鹤 ．，．

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_日



·物资工作综述·

．叫物资机构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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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郑州市物资流通机构简况】⋯⋯⋯⋯⋯⋯⋯⋯⋯⋯(9)

【局行政管理机构变更】⋯⋯⋯⋯⋯·⋯⋯⋯⋯一⋯：⋯⋯⋯⋯一(9)

(郑州市计委物资供应局)⋯⋯O qP O O OB O OO⋯⋯⋯⋯⋯⋯⋯(9)

1958年8月8日一1 960年9月7日

(郑州市物资局)⋯⋯⋯⋯⋯”⋯·o o o o 0 o o oo o o 0 o o e o eo e e e e oo o oo(10)

1960年9月7日一1964年12月21日

(河南省物资厅郑州物资管理局)⋯⋯⋯⋯⋯⋯⋯⋯⋯(11)

1964年12月21日一1968年8月23日

(郑州市物资局)⋯⋯⋯⋯⋯⋯⋯⋯⋯⋯⋯⋯⋯⋯⋯⋯(12)

1978年8月22日
’

【局直机构和千部任免】⋯⋯⋯⋯⋯⋯⋯⋯⋯⋯⋯⋯⋯⋯⋯⋯(14)

(局直机关历年编制和人数)⋯⋯e e o o oo eoe o eo oo o o oo⋯⋯⋯(14)

(科室设置)⋯⋯⋯⋯o o o o o0⋯⋯⋯⋯⋯⋯⋯⋯⋯⋯⋯⋯(17)
。

(历任局级领导干部)：⋯⋯⋯⋯⋯⋯⋯⋯⋯⋯⋯⋯．．．”(19)

(历任局科级干部)e,o o e o e e o g o o e e o o oo⋯⋯⋯⋯⋯⋯⋯⋯⋯(24)

．， -(历任局机关秘书)⋯⋯⋯⋯?⋯⋯⋯⋯⋯⋯⋯⋯‘．．⋯”(28)
’

‘(局属公司<厂>现任公司<厂>级正副职党政干部)⋯j”(29)



【局职工队伍】⋯⋯⋯⋯．．．．⋯⋯⋯⋯⋯⋯⋯⋯⋯⋯⋯⋯⋯⋯·：·(

(历年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小⋯⋯⋯⋯(
一～ 、

(职工教育)⋯⋯⋯⋯≯0⋯⋯⋯，⋯⋯⋯⋯⋯⋯⋯⋯⋯(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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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计划管理·

30>

30 )

【计划体制】i?：i：：：：：：：：：?i：??!：：?：?i：：⋯⋯⋯⋯⋯⋯·’?⋯⋯⋯⋯⋯(37)

，．．(职能分工)：：·：··：：?·??⋯··?⋯⋯⋯⋯?‘‘：?⋯⋯⋯⋯⋯⋯·(38)

【计划供应】：????⋯：·：··?⋯⋯⋯·?⋯?⋯⋯⋯⋯⋯：⋯⋯⋯⋯⋯⋯(；。39)

(供应的方针原则)⋯⋯⋯⋯⋯⋯⋯⋯⋯⋯⋯⋯⋯⋯．．．(39)

， ．(供应渠道)⋯⋯⋯⋯⋯·：：⋯⋯：⋯⋯⋯·：⋯⋯⋯．．，⋯⋯一、39)

(供应物资)⋯⋯⋯⋯⋯⋯⋯⋯⋯⋯：⋯⋯⋯⋯⋯⋯⋯·?(41)

【建立专业公司】⋯⋯⋯⋯⋯⋯⋯⋯⋯⋯⋯⋯⋯．．．⋯⋯⋯··⋯(42)

【经济协作】⋯⋯⋯⋯⋯⋯⋯⋯⋯⋯⋯⋯⋯⋯⋯⋯⋯⋯⋯⋯：·：(

【三类物资管理】⋯⋯⋯⋯⋯⋯⋯⋯⋯⋯⋯⋯⋯⋯⋯⋯⋯⋯．．．(

【综合服务队】⋯⋯⋯⋯⋯⋯⋯⋯⋯⋯⋯⋯⋯⋯⋯己⋯⋯m⋯．．(

【仓库设施和铁路专用线】⋯⋯⋯⋯⋯⋯⋯⋯⋯⋯⋯⋯⋯⋯⋯(

，

，

·物资流通改革·

44 )

47 )

51 )

52 )

【综述】⋯⋯⋯⋯⋯⋯⋯⋯⋯⋯⋯⋯⋯⋯⋯·e o o O o e·?⋯·o o o e oe⋯⋯(；62)
，

【价格政策和改革】‘．．．⋯⋯⋯⋯⋯⋯⋯⋯⋯⋯⋯⋯⋯⋯⋯⋯(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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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网点建设】⋯⋯⋯⋯⋯⋯⋯⋯⋯⋯⋯⋯⋯⋯⋯⋯．．：

【发展横向联系】⋯⋯．．．⋯⋯⋯⋯⋯⋯⋯⋯⋯⋯⋯．．．⋯⋯

(物资协作网和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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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贸易)⋯⋯⋯⋯⋯⋯⋯．．．．⋯⋯⋯⋯⋯⋯⋯‘“

【建立贸易群体】⋯⋯⋯⋯⋯⋯⋯⋯⋯⋯⋯⋯⋯⋯⋯⋯⋯

(郑州物资贸易中心)⋯⋯⋯⋯⋯⋯⋯⋯⋯⋯⋯⋯

(郑州木材贸易中心)⋯⋯⋯⋯⋯⋯⋯⋯⋯⋯⋯⋯

【企业整顿】⋯⋯⋯⋯⋯⋯⋯⋯⋯⋯⋯⋯⋯⋯⋯⋯⋯⋯⋯

【扩大企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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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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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留成和利改税】0 0 0 0·0⋯⋯⋯⋯⋯⋯⋯⋯⋯⋯⋯⋯⋯⋯⋯(160)

【清产核资、收购积压处理和库存机电产品报废】．．⋯⋯⋯⋯·(161)

‘．(六二年清产核资)⋯⋯⋯O 0 0 0 0 a O O O O O0⋯⋯⋯⋯⋯⋯⋯⋯(162)

(收购处理积压物资业务)⋯⋯⋯⋯⋯⋯⋯⋯⋯⋯⋯⋯(162)
‘

1962年一1965年 ．

。

(七九年库存机电产品报废)⋯⋯⋯⋯⋯⋯⋯⋯⋯⋯⋯(166)
：

(／k--年至八四年库存机电产品及钢材报废降价 ，

工作)⋯⋯⋯．．．⋯⋯⋯⋯⋯⋯⋯⋯⋯⋯⋯⋯⋯⋯⋯⋯⋯(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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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老干部】．．⋯⋯⋯⋯⋯⋯⋯⋯⋯⋯⋯⋯⋯⋯⋯⋯⋯·⋯⋯⋯⋯(201)

附：八五年--)2局离休老干部在嵩山饭店座谈会合影

【评先表模】⋯⋯⋯⋯⋯⋯⋯⋯⋯⋯⋯⋯⋯⋯⋯⋯⋯⋯⋯⋯⋯(204)

附：六六年元月份局五好职工、先进工作者会议代表合影

(出席省级以上先进单位和个人)⋯⋯⋯⋯⋯⋯⋯⋯⋯(204)

(出席市级先进单位)⋯⋯⋯⋯⋯⋯⋯⋯⋯⋯⋯⋯⋯⋯(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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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直机关办公地址变迁】⋯⋯⋯⋯⋯⋯⋯⋯⋯⋯⋯⋯⋯⋯⋯(217)

【局直机关经费开支和固定资产】⋯⋯⋯⋯⋯⋯⋯⋯⋯⋯⋯⋯(218)

(经费开支)⋯⋯⋯⋯⋯⋯⋯⋯o⋯⋯⋯⋯⋯⋯⋯⋯⋯(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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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品公司和综合供销公司)1962年⋯⋯⋯⋯⋯⋯⋯⋯(229)

(储运公司)1962年9月一1964年5月⋯⋯⋯⋯⋯⋯⋯(229)

(郑州木器厂)1952年一1962年⋯⋯⋯⋯⋯⋯⋯⋯⋯⋯(230)

事记·争 ，‘’

～1953年--1985年⋯⋯⋯⋯⋯⋯⋯⋯⋯⋯⋯⋯⋯⋯··?(23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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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县三区物资局沿革】⋯⋯⋯⋯⋯⋯⋯o⋯0 0 0 0 0 0．．⋯⋯⋯⋯·(267)

(荥阳县物资局)⋯⋯⋯⋯⋯⋯⋯⋯⋯⋯⋯⋯⋯⋯⋯⋯(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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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县物资局)⋯⋯⋯⋯⋯⋯⋯⋯⋯⋯⋯⋯⋯⋯⋯⋯⋯(268)

．(密县物资局)⋯⋯⋯⋯⋯⋯⋯⋯⋯⋯⋯⋯⋯⋯⋯⋯⋯(269)

(新郑县物资局)⋯⋯⋯⋯⋯⋯⋯⋯⋯⋯⋯0 0 0 0 0 0 0 0 0 0 00⋯(270)

(登封县物资局)⋯⋯⋯⋯⋯··?⋯⋯⋯⋯⋯⋯⋯⋯⋯⋯(270)

(郊区物资局)⋯⋯⋯⋯⋯⋯⋯⋯⋯⋯⋯⋯⋯⋯⋯⋯⋯(271)

(上街区物资局)⋯⋯⋯⋯⋯⋯⋯⋯⋯⋯⋯⋯⋯⋯⋯⋯(271)

(金水区物资局)⋯⋯⋯⋯⋯⋯⋯⋯⋯⋯⋯⋯⋯⋯⋯⋯(271)

【附表】⋯⋯⋯⋯··：⋯⋯⋯⋯⋯⋯⋯⋯⋯⋯⋯⋯⋯⋯⋯⋯⋯(273)
’

(六县三区物资局一九八五年度主要物资购销情况表)

(六县三区物资局八三年至八五年主要经济指标一览表)

(县区物资局历年经营情况一览表)

(六县物资局农村网点示意图)

C

·物资工作政策摘要·

1952年一1985年⋯⋯⋯⋯⋯⋯⋯⋯⋯⋯⋯⋯⋯⋯⋯(282—294) 、

’编后记⋯⋯⋯⋯⋯⋯⋯⋯⋯⋯⋯⋯⋯⋯⋯⋯⋯⋯⋯(295—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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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工作．综述·

。

物资流通工作，三十多年来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大

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
o ；

1．’三年恢复至1958年为第一阶段。这期间我市的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一样j都是由商业部门经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1950年

国家为稳定市场，保障供应，对煤炭、木材，钢材、水泥等8种关系

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在大区之间进行平衡调度。

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对主要

生产资料按其重要程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由国家计委统一分

配，简称“统配物资一；第二类是列入国家生产计划的一般物资，由

．．中央各部进行分配和管理，简称“部管物资一；第三类是未列入国家

计划，由地方分配管理的物资，简称膏地方管理物资一。当时国家计

划分配的物资227种，其中统配物资112种，部管物资115种。随着国家

对物资管理的加强，我市物资供应部门随之发展。一九五三年五月二

十日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郑州市支公司在河南省煤业建筑器材公司

第二煤厂基础上正式成立，经营煤炭、水泥、木材、建筑油料等．同

年九月木材业务从其中分离出来，建立了郑州市木材支公司．

针对当时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生产结构和条件，国家采取对

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少数重点手工业工厂及重点建设项目，采取直

接计划，由国家分配原材料、设备和组织销售，由工业主管部门按计

划组织供、需双方直接签订合同。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通过商业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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